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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记录和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

根据规则第 37 条 

发出的邀请 

根据规则第 39 条 

发出的邀请及 

其他邀请 发言者 

决定和表决 

(赞成-反对-弃权) 

       建和办 )活动的

报告 

(S/2019/115) 

S/PV.8614 

2019 年 9 月 10 日 

秘书长关于几内

亚比绍的事态发

展和联几建和办

活动的报告 

(S/2019/664) 

秘书长关于在几

内亚比绍实现稳

定和恢复宪法秩

序方面取得的进

展的报告 

(S/2019/696) 

 几内亚比绍 主管非洲事务助理

秘书长、建设和平

委员会几内亚比绍

国别小组主席 

安理会全体成

员，所有受邀者 

 

S/PV.8656 

2019 年 11 月 4 日 

     S/PRST/2019/13 

 a 几内亚比绍由外交、国际合作和社区部长代表。 

8.  中部非洲区域 

2019 年，安理会就题为“中部非洲区域”的项

目举行了 3 次会议，并发表了一项主席声明。为通过

一项决定举行了 1 次会议；另两次会议则采取了情况

通报的形式。125 下表列有更多会议信息，包括与会

者、发言者和会议结果。 

在 2019 年该项目下举行的会议上，安理会听取

了负责中部非洲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中

部非洲区域办事处(中部非洲区域办)负责人就秘书长

关于中部非洲局势的报告所作的定期通报。126 特别

代表向安理会通报了中部非洲区域办的活动、与中非

国家经济共同体(中非经共体)和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

办事处(西萨办)的持续合作及其作为联合国中部非洲

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秘书处的活动。127 在 12 月

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 
 125 关于会议形式的更多信息见第二部分，第一节。 

 126 S/2019/430 和 S/2019/913。 

 127 见 S/PV.8538 和 S/PV.8679。 

6 日的会议上，特别代表对安理会给予中部非洲区域

办的支持表示赞赏，并表示区域办正在努力确保充分

执行其活动战略审查中的各项建议。128 

在同次会议上，安理会还听取了“到此为止”计

划负责政策事务的副主任的情况介绍。他建议安理会

和中部非洲区域办从战略上侧重于中部非洲危机的

财务方面，以解决和预防该区域的暴力冲突。他建议

加强与主要国际伙伴就有助于防止冲突的透明度改

革进行接触；调整制裁重点，将目标对准和平进程的

破坏者网络；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合作，打击洗钱

和冲突筹资，并解决与执行制裁有关的问题。 

2019 年，安理会的审议重点是重大政治和安全

事态发展，以及影响中部非洲区域人道主义、社会经

济和人权的挑战。在政治方面，安理会成员特别谈到

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 
 128 见 S/PV.867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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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非共和国和平与和解政治协议》129 的签署和执

行、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和平选举和权力交接以及布隆

迪、喀麦隆、中非共和国和乍得等几个中部非洲国家

的选举。130 关于安全局势，审议的重点是“博科圣

地”和上帝抵抗军对中部非洲区域及其他区域构成的

持续安全威胁、131 该区域自然资源非法开采和贩运造

成的紧张局势 132 以及几内亚湾的海上安全挑战。133 

关于人道主义、社会经济和人权方面的挑战，发言者

强调需要解决牧民和过境问题，134 以及气候变化对中

部非洲人口和该区域地缘政治局势的影响。135 

此外，2019 年，安理会在该项目下的讨论还涉

及喀麦隆西北部和西南部地区的危机。136 安理会成

员对该国持续的安全、人权和人道主义局势以及冲突

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 
 129 见 S/PV.8538(联合王国、法国、科特迪瓦、比利时、中

国、多米尼加共和国、南非、德国、赤道几内亚、印度

尼西亚、俄罗斯联邦和科威特)和 S/PV.8679(联合王国、

赤道几内亚、多米尼加共和国、俄罗斯联邦、印度尼西

亚和美国)。 

 130 见 S/PV.8538(科特迪瓦、中国、多米尼加共和国、南非、

赤道几内亚、印度尼西亚和科威特)和 S/PV.8679(联合王

国、比利时和科威特)。 

 131 见 S/PV.8538(联合王国、波兰、法国、科特迪瓦、比利

时、多米尼加共和国、南非、秘鲁、印度尼西亚、俄罗

斯联邦和科威特)S/PV.8679(联合王国、赤道几内亚、多

米尼加共和国、比利时、俄罗斯联邦、科威特、波兰、

秘鲁、印度尼西亚、中国和德国)。 

 132 见 S/PV.8538(科特迪瓦、比利时、南非、秘鲁、印度尼

西亚和俄罗斯联邦)和 S/PV.8679(比利时、俄罗斯联邦、

秘鲁和印度尼西亚)。 

 133 见 S/PV.8538(中国、南非、秘鲁和俄罗斯联邦 )和

S/PV.8679(俄罗斯联邦)。 

 134 见 S/PV.8538(法国、比利时、多米尼加共和国、南非、

秘鲁和科威特)和 S/PV.8679(多米尼加共和国)。 

 135 见 S/PV.8538(波兰、多米尼加共和国、德国、赤道几内

亚和科威特)和 S/PV.8679(赤道几内亚、多米尼加共和国、

科威特和德国)。 

 136 见 S/PV.8538(联合王国、法国、比利时、多米尼加共和

国、秘鲁、美国和科威特)和 S/PV.8679(联合王国、赤道

几内亚、多米尼加共和国、比利时、俄罗斯联邦、科威

特、波兰和美国)。 

对整个中部非洲区域的影响表示关切。137 一些成员

支持中部非洲区域办、非洲联盟、中非经共体和其他

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解决冲突和解决该国的人道主

义和人权状况方面发挥作用，138 而另一些成员则强

调，喀麦隆西北部和西南部地区的问题不在安理会议程

上，国际社会应尊重该国的主权、独立和领土完整。139 

安理会在 2019 年与该项目有关的唯一决定中也

谈到了上述问题。9 月 12 日，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，

欢迎中部非洲区域办在喀麦隆、乍得、加蓬、刚果共

和国、赤道几内亚以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非特派团

环境中发挥作用。140 安理会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对中

部非洲区域办的战略审查，确认区域办的任务仍然有

效，并重申加强其在以下领域的工作应是其剩余任务

的关键优先事项：早期预警和性别观点分析；141 在

非特派团环境中进行斡旋，特别是在该区域即将举行

的选举周期之前进行斡旋；支持和加强中非经共体的

能力；建立与民间社会的伙伴关系，支持次区域民间

社会网络。142 

在同一份主席声明中，安理会鼓励中部非洲区域

办与其他区域实体进一步加强合作，以解决跨界威胁

和区域间问题，如乍得湖盆地危机、转运、强迫流离

失所和几内亚湾的海上安全。安理会还鼓励中部非洲

区域办考虑到气候变化、生态变化和自然灾害等影响

中部非洲区域稳定的因素，并要求中部非洲区域办在

其活动中考虑到风险评估提供的信息。143 

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 
 137 见 S/PV.8538(联合王国、波兰、科特迪瓦、比利时、秘

鲁、赤道几内亚、美国和科威特)和 S/PV.8679(联合王国、

多米尼加共和国、比利时、波兰、秘鲁和美国)。 

 138 见 S/PV.8538(联合王国、多米尼加共和国、秘鲁、美国

和科威特)和 S/PV.8679(联合王国、多米尼加共和国、秘

鲁、德国和美国)。 

 139 见 S/PV.8538。 

 140 S/PRST/2019/10，第二段。 

 141 见 S/2019/625。 

 142 S/PRST/2019/10，第四段。关于中部非洲区域办任务的

更多信息，见第十部分，第二节。 

 143 S/PRST/2019/10，第五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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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：中部非洲区域 

会议记录和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

根据规则第 37 条 

发出的邀请 

根据规则第 39 条 

发出的邀请及 

其他邀请 发言者 

决定和表决 

(赞成-反对-弃权) 

       
S/PV.8538 

2019 年 6 月 4 日 

秘书长关于中

部非洲局势和

联合国中部非

洲区域办事处

(中部非洲区域

办)活动的报告

(S/2019/430) 

  负责中部非洲问

题秘书长特别代

表兼中部非洲区

域办负责人 

安理会全体成

员、受邀者 

 

S/PV.8618 

2019 年 9 月 12 日 

     S/PRST/2019/10 

S/PV.8679 

2019 年 12 月 6 日 

秘书长关于中

部非洲局势和

中部非洲区域

办活动的报告 

(S/2019/913) 

  秘书长特别代表、

“到此为止”计

划负责政策事务

的副主任 

12 个安理会成

员，a 所有受邀者 

 

 a 比利时、中国、多米尼加共和国、赤道几内亚(还代表科特迪瓦和南非)、德国、科威特、印度尼西亚、秘鲁、波兰、俄罗

斯联邦、联合王国和美国。 

9.  秘书长关于苏丹和南苏丹的报告 

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，安理会就题为“秘书长关

于苏丹和南苏丹的报告”项目举行了 28 次会议，通

过了 9 项决议，包括根据《宪章》第七章通过 7 项决

议，发表了一项主席声明。在这些会议中，18 次是

采取简报形式，10 次是为通过一项决定召开的。144 此

外，安理会根据第 1353(2001)号决议，与非洲联盟-

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(达尔富尔混合行动)和联合

国南苏丹特派团(南苏丹特派团)的部队和警察派遣国

举行了两次非公开(闭门)会议。145 关于这些会议的详

情，包括与会者、发言者和结果，见下表。安理会还

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 

 144 会议模式详情，见第二部分第一节。 

 145 在“安全理事会依照第 1353(2001)号决议附件二 A 和 B

节的规定与部队和警察派遣国举行会议”项目下举行。

关于南苏丹特派团，见 S/PV.8478(2019 年 3 月 5 日)；关

于达尔富尔混合行动，见 S/PV.8545(2019 年 6 月 11 日)。 

于 2019 年 10 月 19 日至 23 日访问了埃塞俄比亚和南

苏丹。146 

 按照以往惯例，安理会在这些会议上审议了几

个不同议题，主要是：达尔富尔局势和达尔富尔混合

行动的任务；南苏丹和苏丹之间的关系、阿卜耶伊地

区的局势以及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(联阿安

全部队)的任务；南苏丹局势和南苏丹特派团的任务。

安理会还审议了关于苏丹的第 1591(2005)号决议所

设委员会、关于南苏丹的第 2206(2015)号决议所设委

员会及其各自专家小组的工作，147 以及第 1593(2005)

号决议的执行情况，安理会在该决议中将达尔富尔局

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。 

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 

 146 关于安理会访问埃塞俄比亚和南苏丹详情，见第一部分

第 33 节。 

 147 关于各委员会及其各自专家小组的详情，见第九部分第

一.B.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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